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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学会融入世界，重新建构我们的未来
———十二感官论将肩负起人类新教育的使命

成都十二感官教育咨询工作室 李 顺

人类教育划时代已经到来，但这个新的时

代是被迫的。它是人类的反思，是人类对自己错

误的承认并负责，是人类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良

知和良心。

划时代的到来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个

报告为标志的，即 2021年 11月 10日 41届大

会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

教育社会契约》，以及此前发布的作为上述报告

背景资料的《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

育》。

所谓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能够生存的未来。

要保障人类未来的生存，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

须要有改变现实状况的新教育。这个新教育就

是“学会融入世界”的教育，一种判然有别于此

前的“人类优先”的教育。

融入世界，其反向所指是人与世界的对立

与分裂，这样的对立与分裂将会使受伤的地球

反噬人类的生存，及至人类无法生存。人类为了

挽救自己，就必须变对立分裂为融入，即跟世界

和谐相处。

融入是需要学习的。为何学？学什么？怎么

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尚无操作说明书。但

由于笔者的极度敏感和高度关注，率先予以响

应与回答。尤其是在怎么学的问题上，引入颇有

心得的十二感官理论，于是更具实操性和创造

性。

一、为何要融入世界（上）
人类世：一个已被和正在被破坏的世界
十九世纪末，意大利地质学家斯托帕尼提

出“人类世”概念，2019年 5月 21日，英国著名

《自然》杂志报道，一批科学家投票选出“人类

世”作为新的地质时代。此时代的特征是，人类

作为地球力量，将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人类不断

膨胀的欲望将对地球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影

响。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地质营力。在

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人已经成了一种主导的

力量，影响着地球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土壤

圈、冰冻圈、生物圈等。

事实正是这样，比如说人类对大气圈的影

响。驱动人类世“经济发动机”运转的燃料基本

上取自于地下富含碳的材料，结果，每年约有

400亿吨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如今，大气

中吸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 1500万年来的最

高水平，造成全球天气模式产生变化，平均温度

升高。部分二氧化碳还被海洋吸收，改变了氢离

子和碳酸盐离子在海水中所占的比例，令海水

变酸。珊瑚、浮游生物和甲壳类动物可能因此走

上灭绝之路。未来几百年，海水 PH值的变动可

能会达到近 3亿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水资源方面影响。2006年 3月 16日，联

合国发布了三年一度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

告》。报告称，地球上的河流、湖泊以及人类赖以

生存的各种淡水资源状况正以“惊人的速度恶

化”。滋养着人类文明的河流在许多地方被掠夺

式开发利用，加上工业活动造成的全球暖化，未

来的水资源已严重受到威胁。全球 500条主要

河流中至少有一半严重枯竭，昔日大河奔流的

景象不复存在。从非洲的尼罗河到中国的黄河，

都面临着水源干枯甚至断流的尴尬境遇。世界

第一大河，被埃及称谓“生命之河”的尼罗河，印

度文明的发祥之地，现属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

它们到达入海口时的水量被大大减少了。而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科罗拉多河和中国的黄

河，则根本难以到达入海口。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官克劳斯·特普费尔

博士将这一现状形容为“一起正在制造中的灾

难”。

在土壤方面影响。随着人口迅速膨胀，人类

对粮食的需求、对生存空间的需要大大增加，土

地被过度开发或被建筑物占用，土壤面临着严

峻的危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多源

的污染，如含毒于有机物中的农药、洗涤剂、除

草剂等；重金属工业废水或汽车尾气中的 Hg、

As、Cu、Pb等；放射性物质、病原微生物、生产生

活垃圾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土壤，破坏了土

壤生态，甚至生产出有毒的粮食、蔬菜。其二，滥

伐森林，引起大面积水土流失，土壤面积迅速减

少。其三，盐碱化，在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的地区，

因人类灌溉而使土地中盐分逐渐增加逐渐盐碱

化。

在冰冻圈方面影响。由于全球变暖趋势明

显，大气中吸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 1500万年

来的最高水平，造成全球天气模式产生变化。平

均温度升高，冰冻圈灾害发生的频数和强度正

在增强，已成为全球常见的自然灾害。频发的冰

冻圈灾害严重影响了冰冻圈承灾区居民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以及冰冻圈地区的工农业与畜牧

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旅游发展乃至国防安

全，使承灾区社会经济系统遭受破坏。到 21世

纪末，其潜在损害可能达到全球生产总值的

10%。

在生物圈方面的影响。自从人类出现以后，

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只注意到具体

生物源的实用价值，对其肆意地加以开发，而忽

视了生物多样性间接和潜在的价值，使地球生

命维持系统遭到了人类无情地蚕食，使鸟类和

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高了 100-1000 倍。

热带雨林被砍伐对物种损失的影响更为突出，

估计从 1990-2020 年由于砍伐热带森林引起

的物种灭绝将使世界上的物种减少 5%-15%，

即每天减少 50-150种，这个速度较正常化石

记录高出 135倍。

在当前发生的所有生物灭绝事件中，不得

不提到的是珊瑚礁的消失。珊瑚礁被誉为海洋

中的“雨林”，是众多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过去

五十年，由于污染、气候变化、过度捕捞以及海

洋酸化，地球上四分之一的珊瑚礁消失，三分之

一的珊瑚礁种类濒临灭绝。珊瑚礁及依赖于珊

瑚礁生存的动物的消失，使海洋里的死亡区域

迅速增大。

在植被方面的影响，由于人类的过度采伐

和不恰当的开垦, 再加上气候变化引起的森林

火灾,世界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近 50年,

森林面积已减少了 30％, 而且其锐减的势头至

今不见减弱。

总之，人类活动已铁定为一种重要的地质

推动力，在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人类世”中，

地球环境灾难是无法与人的活动分开的，而且

无论是现实体验还是未来想象都令人战栗。

二、为何要融入世界（下）
人类世：弘扬生态意识与申张环境正义
“人类世”的提出给了人类一个警示，也给

了一个机会。过去人们在无知的状态下影响环

境，未来人们必须弘扬生态意识，申张环境正

义，清醒地控制和引导自己的行为，努力维系地

球亿万年才进化出的这个刚好适于人类生活居

住的环境，避免自毁家园。

（一）弘扬生态意识
我国有着强烈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国

家主席习近平 11月 16日上午在同美国总统拜

登视频会上指出，“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在，生态文明的理念在

中国已家喻户晓，成为社会共识。”

我国的生态意识具有很深的根基。我国的

传统文化就包含有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

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观念是相通的。

“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主题。“天地

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传）。这里的生，

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生”是宇宙的根

本规律，因此，“生”即“仁”。周敦颐曾说：“天以

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

颐认为“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认为“仁是天地之

生气”。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

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

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张载

说得更具体，他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

思是，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

万物都是我的同伴。

国际上，同样有着强烈的生态意识。作为十

几亿天主教徒精神领袖的梵蒂冈教皇方济各指

出：“我们必须保护地球，我们不能再像榨橘子

汁一样榨干它了。我们可以说，保护地球人人有

责。”

前面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融入

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的文件中指出，“人

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性是一体的，我们是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

物、要素和力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要

求未来的教育要“坚定地将所有人类重新定位

为生态局内人，并早已嵌入到生态系统中———

通过情境教学法，我们坚持与真实受损的地球

和所有的地球栖息者一起学习‘与麻烦共处’”

全世界有一个称为“倒计时”项目，这是应对气

候危机的全球重大合作项目。该项目呼吁全球

政界、商界和科学界的领导者，以及有影响力的

人物和公民积极参与。

选用“倒计时”这个名称是为了响应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号召，要

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到零，减轻气候变化带

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倒计时”项目聚焦大自然、

食品、交通、建筑环境、电力五大问题。

“倒计时”项目邀请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参与

进来，为实现全球零排放尽一份力。不是去做别

人没有做过的事，而是要扩大并把许多人已经

取得的非凡成果融合起来。目前响应积极，已经

有 50个政府主管部门针对气候问题给出了强

有力的解决方案。

习主席也承诺，“中国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

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中国讲究

言必信、行必果”，并要求“各国要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

生”。

（二）申张环境正义
从生态意识到生态保护行动的路既长且

难，其间需要坚持的就是环境正义。

所谓环境正义，就是指在处理环境保护问

题上，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拥有的权利与

承担的义务必须公平对等，体现了人们在利用

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对其权利和义务、所得与

投入的一种公正评价。环境正义理念，最初是针

对美国国内在选择有毒废物填埋场时所存在的

不平等现象而提出的。1982年，美国政府在北

卡罗莱纳州以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白人为主要

居民的华伦县，修建了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

计划用于储存从该州其他 14个地区运来的聚

氯联苯废料。这项决议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在

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游行示威。在一次大规

模的抗议活动中，由几百名非裔妇女和孩子，还

有少数白人组成的人墙封锁了装载着有毒垃圾

卡车的通道，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

当局逮捕了 400多人。此事激起了人们对不平

等使用社区土地这一种族歧视新现象的广泛关

注，环境正义运动自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长期以来，在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背后，却存

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一方面占全球极少数

的发达国家消耗和浪费了过多的资源，并造成

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和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

另一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缺乏必要的资源，

并承受了巨大的环境危害。环境问题是人类迄

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环境问题的出现

使社会经济体系和道德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要战胜这一困难，全世界各国只有改变价值

观，实现“环境正义”，确立起公平分配有限的地

球资源和承担环境责任的原则和制度。尽管环

境正义理论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但通过

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

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为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

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环境正义的崭新生命力

决定其远大的前途。

三、学会融入世界（上）：十二感官之
自然融入

奥地利哲学家、教育家斯坦纳认为，人们实

际上有十二种感官。人们已熟知的有五种感官，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生命、运动、平衡、温度、语

言、思想和自我七种感官。这十二感官构成了一

个人自身关照、自身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全部方

式，这些已被当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因此，融入

世界，就必须通过十二感官而别无它途。而所谓

学会融入世界，则是十二感官与生态意识、环境

正义连通，从而与世界情合理同、命运与共，如

前面提到的，与真实受损的地球和所有的地球

栖息者一起学习“与麻烦共处”。

十二感官融入世界有三种方式，即自然融

入、审美融入和理性融入，下面分别用上、中、下

三节来讨论。本节讨论的是十二感官自然融入

世界的问题。

自然融入是指人与世界天然相处，是人对

外部世界的天然依附，这是“不学而会”的。但我

们在“学会融入世界”的教育中，又学什么呢？回

答是，要学会呵护感官，让感官守住初心，不变

色，不懈怠，一如既往地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1、触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中的触觉感
官是个体生命第一个对象明确的感官，它要告

诉我们的是，人与世界本来是融为一体的，婴孩

与世界混沌为一，后通过触觉慢慢与世界区别

开来，当会说“我”的时候，便与与外物有了明确

的边界。但是，刚刚走出混沌的孩子又迫不及待

地回到那个曾与他们混沌为一体的世界，以与

天俱来的莫大兴致和好奇去触摸万事万物，这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亲历过的。对世界或亲、或

爱、或敬，贯穿整个人生。在学会融入世界的教

育中，遵循触觉特性，保护孩子对世界的兴趣和

好奇心。

2、生命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之生命觉
感官，是感知关心自我的身体痛痒并由此感知

外物的痛痒。从融入世界的角度看，它是生命与

生命的融入，它能体验到动物、植物，甚至水土、

金石的生命，建立起“卿卿我我”的关系，时而关

切，时而对话，共情于天地间。在后面谈及的审

美融入中，生命觉是最为活跃的一种感官。生命

觉告诉我们的是，在学会融入世界的教育中，如

何深刻地培养孩子的同情心。

3、动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的动觉，不是
指人仅仅的“会动”，而是指人在有心灵意向和

先天携带而来的“生命计划书”指引下的“行

动”。因此，动觉有着鲜明的个性、兴趣、特长和

志向。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清者语荷，雅者抚

花，均表现出人类融入世界的旨趣。德国著名思

想家、作家、科学家歌德，对于世界（大自然）除

了感恩之外也心怀敬畏，而且付诸行动。在他六

七岁时，他做了一个小祭坛，上面摆了蜡烛、藓

类植物及其它的天然物品。除此之外，他用放大

镜透过阳光将祭坛上的蜡烛点燃，祭奠自然万

物。

4、平衡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之中，平衡
觉是最为明显地表达出融入世界的自然性，因

为我们身体的平衡离不开地球引力，离不开所

处空间的参照物质，离不开空气动力等，只是我

们习以为常而不被觉知。于是，人们错误地放大

人“顶天立地”的独立性，看轻对地球及万物的

依附性。从平衡觉切入到融入世界，就是为了纠

正这一错误。

5、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自然融入。这是

我们熟知的眼、耳、鼻、舌四种感官。听到外界声

响，看到万物形色，闻到各种气味，品尝到各种

味道，这四种感官融入世界是太自然不过的了，

我们无时无刻地与天地万物相连。然而，如今这

四种感官与触觉的自然融入特性遭受到严重的

阻碍和破坏，直接世界的融入异化为间接世界

的沉迷，大自然的育人性被书本、课堂和分数取

代。今天提出的学会融入世界，实质就是解决感

官的回归问题，即回归到现实世界来，回归到大

自然中来，回到自然性融入中来。

6、温度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的温度觉，
是地球环境温度与我们身体温度的自然性融

入，我们的身体敏感地经验着寒暑冷暖。温室效

应和候鸟式生活方式，严重影响、损害了我们的

温度觉的自然性融入，长此下去，人类在万物优

胜劣汰中将变得十分脆弱。因此，人必须与酷暑

和寒冷相融，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学会融

入世界的意义就在这里。

7、语言觉的自然融入。一旦我们有了语言
觉，生命就开始更加广泛地融入世界。人的早

期，这样的融入是大都是耳濡目染，口耳相传，

是很自然的事情。当语言成为课程后，便多了间

接性，要更好地融入世界，就必须拥有更为自由

的语言觉知，就必须掌握更多的语言符号。孔子

说“多识禽兽草木之名”，其中的“名” 就是“语

言符号”，语言一一对应着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

物。而“识”便是融入，“多识”是以多读书为前提

的。哲学家告诉我们，语言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

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们浸润在语

言中的宽度，就是融合在世界中的宽度。

8、思想觉的自然融入。思想觉在原创者那
里又称观念觉。我们汉语中往往是“思想观念”

合用，这样有好处，因为思想跟观念很多时候是

难以明确区分的，有的虽然达不到思想层次的

观念，但你又不能说不是思想，二者都同属一个

“理”字。学会融入世界，就是要求地球上所有的

人，在万事万物中去感悟真理，追求真理，达于

共识，树立“同理心”。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事

情，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格物致知，只是致知的深

浅程度不同罢了。同理心中的“理”，一是人类基

本的理，一是人类某群圈的理。从思想觉融入世

界，是从群圈出发，走向人类。

9、自我觉的自然融入。十二感官的自我觉，
是指承认别人的独立性。那么，在学会融入世界

中，则是指承认对象世界的独立性，即任何植

物、动物都是合理的存在物，都有独立性。同时

自觉我会调动温度觉、生命觉、思想觉，以友好

心、同情心和同理心去与世界万物相融。

四、学会融入世界（中）：十二感官审
美融入

审美融入是比自然融入高一层次的融入。

虽然说“世界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但是，看到美的眼睛是非本能的而是文化

的，具有前理解性质的。

审美融入的表达形式是美文的，即所谓的

“诗意栖居”。从内容看，包括知识、情感和哲理；

从形式看，包括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绘画等

等。

审美融入是经验的，需要体验、感悟、会意

和灵感。

审美融入是有层次的，十二感官的审美融

入，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即从直觉经验到体验再

到感悟。让人在知景交融、情景交融、理景交融

中体会和表达大千世界的美！

美无处不在，人的十二感官被紧紧吸引，在

感官与世界的融汇中产生出对世界无比的敬畏

和无限的柔情蜜意。

1、触觉审美融入。触觉在审美融入中，起到
“基础”、“开关”的作用。前面说得很清楚，个体

在生命计划书的引导下，动觉活跃起来，同所有

感官一道，主动积极地去触摸世界。正因为有生

命计划书的指引，触摸也就有了选择，其表现为

兴趣、爱好、倾向、特长，于是就会有丰富多彩的

审美形式和审美作品。

2、生命觉审美融入。生命觉的审美融入由
内到外地感觉、体悟和同情。首先是进入自己的

身体去感知自身的不适与疼痛，得到被解救而

产生的幸福感。然后是进入别人的不适与疼痛，

并且同情、帮助和解救，比如“农夫心内如汤

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了天下劳苦大

众获解放”等。这种融入还推而广之到万物世

界，比如林黛玉葬花；比如贾平凹放走云雀的

事：他看到“云雀在老头的逗弄中，总是在笼里

不安宁，左一碰，右一撞的”，那只云雀的“歌声

变成沙哑的痛苦呼喊”，于是有一天，贾平凹偷

偷打开老头的鸟笼把云雀给放走了；比如这次

的云南，人们为大象群的迁移保驾护航。

3、动觉审美融入。动觉的审美融入，更多地
体现在对于喜爱之物是的行为呈现，比如养护

花草、养护动物、培植假山、写诗绘画等等。这些

行为是人生命中带有普遍性的审美享受。由于

动觉受生命计划书的指引，在审美选择上有兴

趣倾向，比如有的人喜欢养动物，有的人不喜

欢；有的人喜欢月季花，有的人更喜欢牡丹花；

有的人喜欢山水假山，有的人则喜欢廊桥庭院；

有的成为诗人，有人成为画家等。

4、平衡觉的审美融入。平衡觉的审美融入，
首先是空间的美，由于人拥有半规管而具备完

整的直立能力，因此能体验到顶天立地（天地人

三才）平衡的美，如“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

然屹立傲苍穹”（京剧《沙家浜》）。其次是人际和

谐美，这是感觉器官社会性发展，其要义就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四个方

面，都讲的是和谐与平衡。其三是天人合一的

美，是人与大自然和谐平衡的美，“想看两不厌，

唯有敬亭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

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

如果说平衡觉的审美融入，偏重于情感的

融入，是诗歌。那么后面谈到的平衡觉的理性融

入将偏重于思想的融入，像论文。

5、嗅觉的审美融入。嗅觉的审美融入属于
美德体验与美德传递。嗅觉是十二感官中唯一

一个被动的感官，无法抗拒外来气味进入体内。

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就是为“香”而战。有成语“明

德惟馨”，意思是真正能够发出香气的是美德。

个体气味的美，“珮声犹隔箔，香气已迎人”（唐·

韩偓）；生活环境气味的美，“冲天香气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无论是个人，还是区

域或厂矿，气味当是社会审美规范。

6、味觉的审美融入。味觉的审美融入蕴含
人类生命的真谛，包括五个方面内容：首先是体

验大自然慷慨赐予的美味，“酒美梅酸，恰称人

怀抱”（李清照）；其次是感恩大自然无私地滋养

人类，食物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的，“长江绕郭知

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轼）；其三是敬畏生

产者的辛勤奉献，“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其四是尊重不

同群体聚落的饮食文化；其五是呼唤绿色食品。

7、视觉的审美融入。眼睛是审美融入的主
要感官，“世界上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罗丹）。山水田园、花草竹木、虫鱼鸟兽、

日月星云、人物事件等等所留下的诗歌美文不

胜枚举。正如我在《致敬邂逅》一诗中写的那样，

“我们邂逅太阳，他让我们的眼睛，奇奇怪怪地

装满世界的徽章，发酵泪凝，竟然成了，三教九

流思想，万卷书香。”

8、温度觉的审美融入。温度觉的审美融入
是走进“刚刚好”的舒适场，如白居易的“青苔地

上消残暑，绿树阴前逐晚凉。轻屐单衫薄纱帽，

浅池平岸庳藤床”，杜甫的“仲夏苦夜短，开轩纳

微凉”；又如陆游的诗句“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

狸奴不出门”，都在寻求“舒适场”。

“刚刚好的温度”不是绝对的温度值，一年

四季的不同温度不但给予世界万物的生命赋

能，而且也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两个方

面都需要人类融入到它们的意义和美中去。如

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秦观的“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阳

阴正可人”；刘禹锡的“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

风镜未磨”；陶渊明的“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寒

松”，等等。

“刚刚好的温度”是你、我、他相互融入的美

感特征，是人际交往的美感特征，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合作交流的美感特征。

9、听觉的审美融入。听觉从三个方面切入
审美融入：一是聆听大自然动人的声音节奏及

其意义，如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对愁眠”，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小学课文《大自然的声音》里还有很多例

子；二是聆听音乐及其意义，音乐无国界，融入

世界的教育，是全世界的契约，音乐是融入世界

的纽带和桥梁，如小泽征尔在听到中国二胡演

奏的《二泉映月》时，激动得跪倒在地，泪流满

面；三是聆听别人的心声及其意义，即中国古话

说的“锣鼓听音，听话听声”，这在学会融入世界

的课题中，本质上与聆听音乐相同。

10、语言觉的审美融入。语言觉的审美融入
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感知和感受他人、他民

族、他国、他物的语言美学内涵，具体含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感知和感受语言的构建美（语言技巧，

结构排列）、节奏旋律美（娓娓动听，平仄对仗、

押韵）、意蕴深刻美（这是审美融入的重点，声情

并茂，言之有物，唐·储光羲“惠言若黄金”）；

二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塑造言语的建筑美、

节奏旋律美、意蕴深刻美、和谐得体美（亲切入

耳，好话一句三冬暖）；

三是感知动植物的“语言”，聆听动植物的

诉说，如《致敬邂逅》所写，“我邂逅后山松涛，它

往我脆弱的肝胆注入仰天长啸，难道是知己？后

来一路的艰难风里浪里，竟能踏歌远航。”

11、思想觉的审美融入。思想觉的审美融入

包括人与外物交流碰撞和人与人交流碰撞两个

方面：

一是人与外物交流碰撞会产生的思想美，

如远古诗《甘瓜抱苦蒂》，“甘瓜抱苦蒂，美枣生

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又如虞世南的

《蝉》，“垂緌饮秋露，流响入疏桐。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

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

而无不在也。”

二是人与人交流碰撞产生的思想美，有人

说过，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

融入世界就是融入沙龙、讲座、论坛、峰会，与志

同道合者，与有思想有抱负有情怀的人交流与

碰撞，思想智慧的花朵就会盛开；还有就是融入

书本沉浸式阅读，与先贤前辈交流碰撞，美的思

想花朵也会盛开。

我在《思想觉之歌》中这样写道：“我们的世

界，经得起碰撞的是思想，最需要碰撞的也是思

想。如果思想来自一朵花，就碰撞成果酱；如果

思想来自虹霓，就把它碰撞成锦绣文章。”

12、自我觉的审美融入。自我觉的审美融

入，是从对象世界发现自己的美，以人为镜、以

物为镜。对象世界不以我这个自我而存在，我的

美是他（它）们赐予的、赋予的。我在《致敬邂逅》

一诗歌中这样写道：“我邂逅门前小河，清亮的

水流进我血的温热，就如跟母亲长长拥抱，从此

我的生长形态，都是她淡淡的乡愁模样。”诗所

表达的意思，就是我的模样是我母亲和家乡的

母亲河赐予和赋予的，“我”从对象世界看到了

“我的生长形态”。屈原的《橘颂》有句“年岁虽

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意思是即

使你现在年岁还轻，却已可做我钦敬的师长。你

的品行堪比伯夷，我要把橘树种在园中作为榜

样。（下转 D6版）

术


